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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环境与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两大主题 ,可持续发展致力于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两

者之间的关系。可持续发展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有关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规则或制度的总称 ,其

基本原则包括生态原则、节约原则和公平原则。环境法、经济法和社会法是可持续发展法的三大主干。

近年来 ,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加大了可持续发展立法力度 ,建立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可持续发展法律制

度。我国也出台了一些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 ,初步建构了我国可持续发展法律框架体系。我国

可持续发展立法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可持续发展入宪或制定可持续发展基本法 ,同时加快环境、经济和社

会领域的立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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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idea of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originated f rom environmental p rotection. A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relat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sp urred the

pop ularization of st rategy of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in the world. The theme of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is environment and develop ment . In the final analysis , t he issue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 ment is act ually t 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 ure. The essen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lies in the balanc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p rotection and the

develop 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st rategy

calls for the p rotection by t he sound legal system. Rectifying t he concept and basic p 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law is a p rerequisite for st udying the legisl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law refers to a joint body of the state2formulated or

confirmed legal p rinciples , rules and system involving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 This concept

feat ures two major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 namely , integration and relative independence.

The t hree major part s of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law include environmental law , economic

　



law , and social law. Some content s of constit utional law ,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 criminal law ,

administ rative law , and litigation law , which have to do wit h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 need to be

included in t he jurisp ruden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law has t hree

basic p rinciples , namely , those of ecology , economy and equity (3 Es) . Being t he embodiment of

natural p rinciple in t he social legal system , ecological p rinciple is t he found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law. Economical p rinciple is to deal wit h t he conflict between t he finity of nat ure

and the infinity of human demand. Equitable p rinciple includes t he horizontal equity among

contemporaries while taking f ut ure generations’interest s and right s into consideration.

Inter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law is made up of international t reaties , declarations ,

agendas and conventions about global environment and develop ment .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legislation in China must abide by international t reaties t hat we have joined , and we must f ulfill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concerned. Foreign count ries , especially developed count ries , have

established many effective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legal systems.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legislation in China needs to int roduce some overseas legal systems concerned and reach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as soon as possible.

By now China has also promulgated large numbers of laws clo sely related to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 and an elementary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legal system has come into being. At

t he same time , early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legislation in China emp hasizes particularly on

economic develop ment , whereas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legislation is not sufficient . To f urt her

improve t he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legal system in China , lawmakers must amend the

Constit ution or constit ute t he basic law of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so as to make environmental ,

economic and social laws harmonious. On t he ot her hand , lawmakers also need to speed up

environmental , economic and social legislation. In t he field of environment , t he aim of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should be replaced by t he ″priority t heory″; t he basic law of

environment be passed , and t he laws of water , air , land and forest be perfected. In the field of

economy , circular economy law should be made , and Tax Law , Insurance Law , etc. be

amended. In t he field of society , pop ulation legislation should be modified , and social security

law , and so on should be enacted and st rengt hened.

Key words :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law ; legislation

传统发展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特别是二战以来 ,人口猛增、

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贫富两极分化等问题日益凸显。美国社会学家艾尔 ·巴比指出 ,就很多方面

来说 ,20 世纪并不是人类最好的年代。在 20 世纪 ,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冷战、

核威胁、环境破坏 ,以及恐怖主义的蔓延 ,人们缺乏安全感并感到抑郁[1 ]1 。为摆脱这种困境 ,人类

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 ,提出了一些对策。可持续发展是其中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理论 ,并逐

渐被世界各国所接受。目前 ,可持续发展已从一种理论思潮上升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战略 ,进而掀起

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社会变革运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必须要有健全的法律作为保障。本文将

围绕如何建立健全我国可持续发展法律体系作一些初步探讨。

86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38 卷



一、可持续发展的由来和本质

1962 年 ,美国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女士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一书 ,吹响了环境保护运动的号

角。1972 年 ,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 ,这次会议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的第一座

里程碑。会后 ,联合国成立了环境规划署。1983 年 ,联合国成立了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1987 年 ,以挪

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中明确提出了

可持续发展概念———既满足当代人需求 ,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1992 年 ,联合国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环境与发展大会 ,这次会议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的第二座里程碑 ,也是世界进

入可持续发展时期的标志。会后 ,联合国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2002 年 ,联合国在南非约翰内斯

堡召开了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 ,这次会议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的第三座里程碑。

由此可见 ,可持续发展思想滥觞于环境保护 ,一系列国际会议的召开和相关国际组织的成立 ,

加快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全球的推广。可持续发展的主题是环境与发展。环境与发展问题 ,归根

结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有三种代表性观点 :一是乐观派 ,主张人定胜

天。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环境的极限将被不断突破 ,人口与经济可以无限增长。二是悲观派 ,认

为人是宇宙之癌。人口与经济的增长已经逼近了环境的极限 ,必须实现人口与经济的零增长 ,否则

将导致整个生态环境的崩溃。三是折中派 ,主张天人合一。只要人类需求不超出生态系统承载能

力 ,人与自然就能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理论属折中派 ,它试图在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寻

求一种平衡。有人认为可持续发展观以人类利益为中心 ,偏离了环境保护的宗旨 ;也有人认为它过

于侧重环境保护 ,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笔者以为 ,在现阶段 ,要求人类作为自然界的普通一员 ,摒弃

“以人为本”的理念 ,实现生命平等 ,时机尚不成熟 ;而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品质也不能毫无节制 ,不

能损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基础。因此 ,为解决自然环境有限性和人类需求无限性的矛盾 ,缓和环

境与发展的紧张关系 ,以立法方式强制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 ,是人类最明智也最有效的选择。

二、可持续发展立法需厘清的两个理论问题

可持续发展是横跨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的课题。就法学而言 ,可持续发展研

究已突破环境法而深入到了经济法、社会法 ,甚至宪法、民商法、刑法、行政法和诉讼法等法域 ,并形

成了“可持续发展法”这一法学范畴。但法学界对可持续发展法的理解 ,如各种概念、原则等各执一

词 ,没有达成构建可持续发展法律体系所应有的共识。因此 ,厘清可持续发展法的概念及其基本原

则 ,消除一些模糊认识 ,对可持续发展立法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可持续发展法的概念

国外可持续发展法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塞格认为 ,可持续发展法 ( SDL ) 既是一些新兴法律原

则和法律文件的总称 ,又是一条“填隙规则”(interstitial norm) ,即为了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 ,整

合相互冲突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则 ,使其和谐一致[2 ]365 。国内对可持续发展法概念的代表性

观点有 : (1)否定说 ,即不接受“可持续发展法”这一概念 ,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所有立法的一种指导思

想和基本原则 ,整个法律体系都要贯彻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在此意义上 ,并不存在专门的可持续发

展立法[3 ]64 。(2)肯定说 ,即认可并使用可持续发展法这一概念 ,主要有两种主张 :一是狭义说 ,认

为可持续发展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至于属于哪一个法律部门 ,又有不同见解。有人认为可持

续发展法属于经济法 ,属于重要的经济法部门[ 4 ]445 - 453 。又有人认为可持续发展法实际上就是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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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法或可持续环境法[5 ]56 。二是广义说 ,认为可持续发展法是对传统法的整合和创新。可持

续发展法律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 ,以法律生态化的理念对整个传统法律制度进行全方位的扬

弃和整合 ,促进传统法律制度向可持续发展法律制度变迁 ,并按照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 ,进行可

持续发展法律制度的创新[6 ]108 - 109 。

笔者对此持肯定说。加强对可持续发展法概念的研究 ,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法学理论的发展 ,有

利于可持续发展立法的不断完善 ,也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立法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可持续发展法是

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有关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规则或制度的总称。可持续发展法具有两个显

著特征 : (1)综合性。可持续发展法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它既不同于环境法 ,也不等于经济

法 ,而是由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法律规范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狭义说”否定了可持续发

展法的综合性特征 ,缩小了可持续发展法的范围。(2)相对独立性。可持续发展法不是一国的整个

法律体系 ,而是与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人权法律体系等并列且内容有交叉的分支体系。可持续发展

法具有自身相对独立的调整对象和范围 ,即主要调整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 ,环境

法、经济法和社会法既是法律家族中的“新贵”,也是可持续发展法的三大支柱。宪法、民商法、刑

法、行政法和诉讼法等传统公法和私法中的有些内容间接与可持续发展有关 ,有些则与可持续发展

无关。“广义说”忽视了可持续发展法的相对独立性 ,扩大了可持续发展法的外延。

(二)可持续发展法的基本原则

可持续发展法的基本原则是制定和适用可持续发展法的最重要准则。国外学者提出了公共环

境秩序、可持续、承载力、生态恢复、生物多样性、自然遗产共有、脆弱生态限制发展、区域规划、文化

遗产、可持续城市环境、自然审美价值和环境意识等一些基本原则[7 ]65 。根据笔者对可持续发展法

的界定 ,可持续发展法应确立以下三项基本原则 :

一是生态原则。生态原则是自然界规律在社会法律中的直接反映 ,也是可持续发展法的立法基石。

地球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环境具有有限性。生态原则包括两层涵义 : (1)环境承载力有

限。环境承载力是指一个生态系统维持一定人口和其他生命的能力。人类活动必须维持在环境承载能

力范围内 ,避免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损害。(2)环境同化力有限。环境同化力是指一个生态系统吸收废

物的能力。人类活动必须维持在环境同化能力范围内 ,避免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二是节约原则。节约原则是生态原则的派生原则。环境具有有限性 ,而人的需求和欲望却具

有无限性 ,缓解两者之间的矛盾只有一个办法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节约原则包括两层涵义 :

(1)节约资源。环境承载力是有限的 ,使用可再生资源的速度应小于或等于其再生速度 ,对非再生

资源应进行最有效率的使用。(2)防止污染。环境同化力是有限的 ,废物的产生和排放速度应不超

过环境吸纳或同化的速度。节约原则要求人类实施清洁生产和绿色消费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节制

人的非基本物质需要。

三是公平原则。可持续发展法确立的公平原则突破了传统法的藩篱 ,将公平延伸到后代人。

公平原则包括两层涵义 : (1)代内公平 ,即当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代内公平要求消灭贫困 ,缩小地

区差异 ,满足全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和较好生活愿望 ,赋予每个人公平的生存发展权。(2) 代际公

平 ,即世代人之间的纵向公平。代际公平要求任何一代人都不能处于支配地位 ,不能出现“生态赤

字”,各代人都享有同样的选择发展的机会和权利 ,本代人不能因自身的发展和需求而损害后代人

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环境基础。

三、可持续发展立法现状

可持续发展立法可上溯至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环境保护立法。1992 年召开联合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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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大会以后 ,各国一致承诺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未来共同的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立法的范围也

从环境领域逐步扩展到了经济和社会领域。

(一)国际可持续发展立法

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有赖于国际可持续发展法的制定和遵守。国际可持续发展法内

容广泛 ,涉及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和公平竞争 ,涉及自然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 ,还涉及

人类生存权、发展权和环境权等基本人权。国际可持续发展法的渊源主要是有关全球环境与发展

方面的国际公约、宣言、议程、协议及惯例等。据不完全统计 ,迄今为止 ,涉及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

法律文件达数百份 ,地区性国家集团以及国家之间的文件更难以计数。其中 ,我国加入的有关可持

续发展的国际公约有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

约、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文化和自然

遗产保护公约、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等数十个。我国可持续发展立法必须与已加

入的这些国际公约相衔接 ,切实履行国际义务。

(二)国外可持续发展立法

近年来 ,各国普遍加强了可持续发展立法活动 ,如纳米比亚通过了一个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宪法

修正案 ,爱沙尼亚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法》,日本颁布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等。当前 ,发

达国家已建立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可持续发展法律制度 ,例如 :战略环境评估制度 ———发达国家的环

境影响评估越来越趋向于战略层次 ,因为项目层次的环境影响评价不能完整地考虑环境影响的累

积效应 ,无法从资源配置和规划的高度加以避免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不要求原告

受到一定的损害 ,只要有导致公益性环境权益和生态平衡发生危险或损害的行为 ,任何人都可以提

起诉讼 ,包括国家、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社会团体 ;循环经济制度 ———传统经济是资源、产品、废弃物

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 ,循环经济的增长模式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 ;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 ———排污

许可证交易能够有效地控制超总量排污 ,避免排污价格扭曲 ,实现产品或服务的外部成本内部化 ;

动物福利制度 ———“生命平等”伦理观进入法律领域 ,禁止人类虐待动物 ,保障动物福利 ,维护人类

怜悯、正直等基本情感利益。我国可持续发展立法需要大胆借鉴国外有关制度 ,尽快与国际接轨。

(三)我国可持续发展立法

1994 年 ,我国政府发布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提出 2000 年前后初步建立与可持续发展有关

的法规体系。目前 ,我国在环境领域共制定了二十余部法律 ,包括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水

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

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水法、水土保持法、海域使用管理

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防洪法、防震减灾法和防沙治沙法等。经济领域的立法最为频繁 ,制定了反垄

断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电力法、煤炭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渔业法、农业法

和畜牧法等数十部法律。相比而言 ,社会领域的立法较薄弱 ,仅有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工会法、残疾人

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和矿山安全法等几部法律。除法

律之外 ,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和地方人大与政府也制定了大量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法规或规章。

从我国可持续发展立法现状来看 ,经济优先的立法倾向十分突出 ,环境和社会立法仍较为薄

弱。在环境立法方面 ,现行环境法律本身存在位阶不高、立法目的二元化、部门立法以及处罚力度

不够等缺陷 ;在社会立法方面 ,社会保障法律体系还没有形成 ,立法层次低下 ,多数是以“条例”、“暂

行条例”、“规定”和“办法”等形式发布 ,法律效力较低。可以说 ,我国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很大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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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法律不健全、制度设计不合理造成的。

四、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立法的几点建议

我国学术界对可持续发展立法的范围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可持续发展法律体系包括区域

发展和城乡建设法、环境保护法、自然保护法、自然资源法、能源法、灾害防治法、发展计划和科学技

术法、人口及社会保障法等八个方面[5 ]57 。也有人认为可持续发展法律体系应从宪法 ,环境资源

法 ,民事、经济、社会保障法 ,刑法、行政法 ,诉讼法 ,科技法以及国际条约等七个方面构建[8 ]66 - 67 。

还有人认为可持续发展立法重点是人力资源法、自然资源法、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法、发展规划法

等[9 ]7 - 8 。笔者认为建立健全我国可持续发展法律体系 ,需要重点加强以下立法 :

一是可持续发展入宪或制定可持续发展基本法。我国现行环境、经济和社会等法律之间经常

发生碰撞和冲突 ,这是一些法律执行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 ,我国可持续发展立法首先要统一

环境法、经济法和社会法等原本冲突的立法精神 ,把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摆在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

的位置 ,降低发展经济的环境和社会成本。为此 ,有两种立法方案 :其一 ,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 ,专

门规定可持续发展有关问题 ,并把环境权明确列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 ,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可持续发展入宪 ,既为可持续发展立法提供了宪法依据 ,还能够警醒国人 ,

增强公民可持续发展意识。其二 ,制定可持续发展基本法。可持续发展基本法应明确规定生态、节

约和公平原则 ,并将其贯穿于环境、经济和社会等领域 ,确保这些领域的各项制度处于相互协调和

支持的状态 ,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二是进一步完善环境立法。我国环境问题已成为影响经济、制约社会、涉及政治的大问题。近

年来 ,“洋垃圾”、“松花江污染”等事件更加显现了现行环境法律的尴尬与无力 ,我国环境法律需要

进行根本性修改。首先 ,环境立法的目的应采取“优先论”。环境立法目的有一元论和二元论之分 ,

一元论以保护环境为唯一目的 ,二元论以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为并行目的。我国现行环境法律属

于二元论 ,二元论的好处在于不致因保护环境而拖累经济的发展 ,但害处是不能一心一意、只能三

心二意地保护环境[10 ] 。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经济活动必须遵从生态规律基础之上的 ,当发展经济

与保护环境两种价值相互冲突、不可兼得时 ,立法应优先选择保护环境。其次 ,制定环境基本法。

建议在《环境保护法》的基础上制定环境基本法 ,内容应包括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基本原则、环境权

利和义务、职责分工、基本制度、法律责任等。环境基本法的制定将有利于统领和指导水、土地、大

气、废物和噪音等单行法律 ,从而避免出现部门利益冲突、多头管理和职责缺乏等弊端。最后 ,完善

环境单行法。根据环境基本法的总体要求 ,参考国外立法经验 ,修改完善有关水、土地、大气、动物、

森林、草原、矿产、能源、废物和噪音等单行法律。需要指出的是 ,在条件成熟时 ,我国应当借鉴法

国、德国和瑞典等国家立法例 ,及时制定环境法典。依据环境的系统性和环境问题的相互关联性来

构建环境法典是一种国际潮流 ,法典化将增强法律的确定性、可知性、易传授性和适用性[11 ]73 。

三是进一步完善经济立法。我国经济立法应着眼于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经济立法的重点

在于 : (1)循环经济立法迫在眉睫。我国资源和环境状况难以支撑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

增长方式 ,制定循环经济法 ,以法律的形式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十分必要。通过建立生产者责任延

伸、重点单位监管、循环经济标准和定额、评价与考核、统计计量等各项制度 ,促使低消耗、低污染、

高效率的节约型发展方式尽早形成。(2)修改税法、保险法等经济法律。调整所得税、消费税、资源

税 ,开征物业税、遗产税、赠与税和二氧化硫、水污染、噪声、固体废物以及垃圾税等环境税。建立环

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对重大污染、高风险、位于敏感地区的行业以及生产危险化学品的企业 ,实行

强制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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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进一步完善社会立法。可持续发展不只是保护环境 ,也不只是调整经济发展模式 ,还是一

次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人口过剩、失业、饥荒、犯罪、通货膨胀、政府和企业的欺诈、虐待儿童、偏

见和歧视、环境污染、吸毒等问题 ,仅仅依靠科技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如何组织

和运作社会事务[ 1 ]1 - 2 。社会立法的重点在于 : (1) 完善人口立法 ,控制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素质。

我国人口具有数量众多且素质偏低的特点。现行的人口法律强调公民生育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而

提高人口素质方面的制度还不健全。建议进一步完善有关计划生育、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保健、体

育和食品安全等方面的法律。(2)加强社会保障立法。我国社会保障覆盖面低 ,尤其是农村社会保

障体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从国际普遍做法来看 ,社会保障都是立法先行 ,没有立法就缺乏强制

性 ,缺乏强制性就弱化了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和普遍性。建议加快制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

利法等社会保障法律 ,废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保障体制 ,建立一元化的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

度 ,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权利 ,维系社会稳定。

此外 ,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民事、刑事、行政和诉讼等法律制度 ,也需进行相应的变革和创新。

囿于篇幅 ,不再一一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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